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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石油地质特征与大油气田勘探方向
李丕龙

(中国石化西部新区勘探指挥部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 与中国东部陆相盆地相比 ,准噶尔盆地具有独特的石油地质特征。其盆地演化与烃源岩时空展布特点、构造发育特征及异

常高压与油气运聚模式决定了该盆地大油气田的油藏类型主要为地层油气藏 ,其次为背斜油气藏 ;同时也决定了大油气田的形成

和时空展布 ,地层油气藏主要发育于盆缘和古隆起边缘 ,背斜油气藏主要发育于南部山前带。该盆地油气资源丰富 ,勘探程度低 ,

正处于储量增长的高峰期和大型、特大型油气田的发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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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leum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ation orientation

of large oilf ields in Junggar Basin

L I Pi2long

( West Ex ploration Headquarter of China Pet rochemical Corporation , U rum uq 830011 , China)

Abstract :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astern continental basins in China , J unggar Basin ha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 pet roleum geol2
ogy. It s t rait of basin evolution and space2time dist ribut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 tecton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oil2
gas migration2accumulation modes decide the fact that the main type of the large oilfields is the st ratigraphic oil2gas reservoir and that

of the anticline oil2gas reservoir is secondary , which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space2time dist ribution of the large oilfields.

This basin has abundant oil and gas resource with lower exploration degree and the fast increasing reserves. It is also in the discovery

stage of the large and out size oil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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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噶尔盆地位于新疆北部 ,夹持于扎伊尔山、青格

里底山、克拉美丽山和伊林黑比尔根山之间 ,略呈三角

形 ,面积为 13 . 6 ×104 km2 ,地表条件主要为戈壁和沙

漠。该盆地的沉积盖层为中上石炭统 —第四系 ,最大

沉积厚度可达 15km。据全国第三次油气资源评价结

果[ 1 ] ,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量为 106 . 8 ×108 t ,目前累

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 20 . 9 ×108 t ,资源探明率为

20 % ,正处于储量增长高峰期和大油气田发现阶段。

1 　地质特征

准噶尔盆地是在晚古生代以来形成和发育的大型

陆相盆地[ 2～4 ] ,与中国东部陆相盆地相比 ,其基本石油

地质特征独特[ 5～8 ] ,进而决定了准噶尔盆地的油气成

藏和油气分布特征。

111 　盆地演化及烃源岩时空展布

准噶尔盆地大体经历了 3 大演化阶段[ 2～4 ] :裂陷

阶段 ( C —P) ,陆内拗陷阶段 ( T —E) ,前陆拗陷阶段

(N —现今) (图 1) 。

在裂陷阶段 ,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断裂 —沉陷活

动 ,并伴有火山活动。盆地范围相对较小 ,主要发育于

现今的克乌断裂以东及伊林黑比尔根山 —博格达山以

图 1 　准噶尔盆地 SN5 测线地震解释剖面

Fig . 1 　 Interpreted SN5 seismic prof ile in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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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图 2) ,呈“垒—堑”相间的基本格局。盆窄水深 ,属

于欠补偿盆地 ,具有饥饿式充填特征。因此 ,该时期沉

积发育了石炭系和二叠系两套烃源层。尤其是二叠系

烃源层的有机碳含量高、类型好 ,是盆地最优质的烃源

层 ,是准噶尔盆地大型及特大油气田形成的物质基础。

根据准噶尔盆地南缘妖魔山剖面最新资料分析 ,二叠

系芦草沟组有机碳含量为 4 . 42 %～15 . 30 %。

图 2 　准噶尔盆地烃源岩分布

Fig . 2 　Source rock distribution in Junggar Basin

在陆内拗陷阶段 ,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升

降运动。浅水广盆 ,属于均衡补偿盆地 ,盆地沉积范围

大大超过现今盆地范围。该时期沉积发育了两套烃源

层 ,即三叠系—侏罗系含煤层系和下第三系暗色泥岩。

由于准噶尔盆地地温梯度较低 (11 8～21 4 ℃/ hm) [ 9 ] ,

因此这两套烃源层仅在盆地南部的昌吉坳陷进入生油

门限 ,是准噶尔盆地的次要烃源层。

在前陆拗陷阶段 ,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掀斜运动 ,

属于超补偿盆地。随着喜山期天山山脉的不断隆升 ,

在均衡作用下盆地南部不断下沉 ,盆地范围逐渐向南

收缩。该时期形成了大套磨拉石建造 ,未发育好的生

烃源岩。

112 　构造发育及油气藏类型

准噶尔盆地的盆地演化特征决定了其构造发育特

征 ,而构造发育特征又决定了油气藏的发育类型。

在准噶尔盆地 ,除南部山前带外 ,总体上构造不发

育。前人将盆地划分出了 8 个一级构造单元 ,数十个

二级构造单元。但这些构造单元仅反映了盆地演化早

期 ,即裂陷发育时期的构造格局 ,对中、后期油气形成、

调整和最终成藏并不起控制作用。最新研究表明 ,在

盆地西南部存在一个侏罗纪晚期发育的大型的古隆

起 ,即车Ο莫古隆起。这一发现对于研究油气藏的形成

和发育意义重大。

基本构造特征决定了盆地发育的圈闭类型。除南

部山前带发育大型构造圈闭外 ,盆地主体主要发育地

层和岩性圈闭[ 10～18 ] ,尤其是盆缘 (包括车Ο莫古隆起的

边缘)的大型地层圈闭将成为准噶尔盆地主要的圈闭

类型。据此分析 ,准噶尔盆地大型、特大型油气藏主要

是地层油气藏 ,其次是背斜油气藏 ;而盆地腹部岩性油

气藏以中小规模为主。

113 　异常高压及油气运聚

准噶尔盆地中南部存在的异常高压[ 19～22 ] 与排烃

压力和构造应力有关。排烃压力主要来自盆地演化早

期的二叠系烃源层 ,异常高压的垂向分布与断层有直

接关系。南部山前带断裂发育 ,部分断层断入上第三

系甚至地表 ,因此异常高压从上第三系至深部均有分

布 ;盆地腹部大部分断层仅断至侏罗系 (图3) ,因而异

图 3 　永 1 井的高角度断层发育层位

Fig . 3 　Seismic prof ile across Yong1 Well showing

interpreted high2angle faults

常高压主要出现在侏罗系及其以下地层中。正是异常

高压的广泛存在和分布为盆地大规模油气运移和聚集

提供了动力条件。

模拟实验和大量实际资料分析表明 ,准噶尔盆地

的油气运移模式为“垂向运移 —横向输导”式。即在异

常高压驱动下 ,大量油气沿着断裂或裂隙带进行垂向

运移 ;在垂向运移过程中 ,遇到不整合或储层则进行横

向输导。侏罗系和白垩系之间的不整合面以及侏罗系

三工河组全盆地发育的大型辫状河三角洲砂体[ 10～13 ]

是油气大规模横向输导的主要通道。由于盆地内部实

际构造单元不发育 ,因此盆缘 (包括车Ο莫古隆起边缘)

将成为油气运移和聚集的最终指向区。

2 　油气勘探方向

211 　山前构造带

山前构造带主要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该构造带

临近生油气源区 ,断裂发育 ,油气运移条件好。由于断

裂断入上第三系 ,因此自上第三系至深部的石炭系、二

叠系均是重要的含油气层系。该构造带中段和东段发

育多排大型背斜构造 ,是大型背斜油气藏形成的重要

场所 ,是准噶尔盆地大油气田勘探的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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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盆缘地层发育带

盆缘地层发育带位于准噶尔盆地西部、北部、东部

以及盆地西南部侏罗纪晚期发育的车Ο莫古隆起边缘。

大型地层发育带及大型的古隆起上倾叠置区最有利于

油气大规模运移和聚集 ,能形成大型地层油气藏。因

此 ,车Ο莫古隆起东南翼、扎伊尔山东南缘 —车排子地

区、阿尔加提山东南 —陆梁隆起西北高部位及克拉美

丽山西缘区 (图 4) 是最有利于形成大型、特大型地层

油气藏的地区。

图 4 　准噶尔盆地大油气田勘探区域

Fig . 4 　Exploration orientation of large oilf ield in

Junggar Basin

总之 ,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丰富 ,勘探程度低 ,正

处于储量增长的高峰期和大型、特大型油气田的发现

阶段。其盆地演化与烃源岩时空展布特点、构造发育

特征及异常高压与油气运聚模式决定了盆地大油气田

的主要油藏类型为地层油气藏 ,其次为背斜油气藏。

3 　结　论

(1) 准噶尔盆地裂陷阶段发育的二叠系优质烃源

层为大油气田和特大油气田的形成提供了雄厚的物质

基础。

(2) 准噶尔盆地中南部广泛存在和分布的异常高

压是盆地大规模油气运移和聚集的动力条件 ,盆缘和

古隆起边缘是油气运移、聚集的最终指向区。

(3) 准噶尔盆地大型、特大型油气田的主要油藏

类型是地层油气藏 ,其次是背斜油气藏。地层油气藏

主要发育于盆缘和古隆起边缘 ,背斜油气藏主要发育

于南部山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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